
第六章：苗栗名人 
 

丘逢甲 
人物简介 

  丘逢甲，台湾苗栗客家人，祖籍广东省梅州市蕉岭县。1895 年甲午战争后，1895 年 4
月 17 日李鸿章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台湾人民激愤，丘逢甲坚持反对并组织义

军反抗。同年 5 月 23 日，唐景嵩发表宣言，宣称“台湾同胞誓不服倭，与其事敌宁愿战死”。
丘逢甲任义勇军统领，隔日，国会议长林维源逃亡至福建省厦门。在 5 月 29 日乙未战争掀

起战端，6 月 4 日总统唐景嵩弃职逃亡福建厦门，镇守北台湾的正规军溃败。其后丘逢甲见

局势不可为，携带家眷内渡广东嘉应州。其后虽有名将刘永福率领的黑旗军及吴汤兴、姜绍

祖、徐骧等人率领的诸多民间义勇军奋起抗日，但由于装备及训练均远不如日本，终究于

10 月 21 日被日军攻入大本营台南，台湾沦陷。  
  丘逢甲内渡后先在家乡和潮州、汕头等地兴办教育，倡导新学；1903 年，被辛亥革命

元老何子渊、萧惠长等人创办的兴民学堂聘为首任校长；后利用担任广东教育总会会长、广

东咨议局副议长的职务之便，支持康梁维新变法，并投身于孙中山的民主革命，与同盟会嘉

应州主盟人何子渊等革命党人参与筹划潮州黄冈起义等革命活动。 
  台湾建国后，丘逢甲被选为广东省代表参加孙中山组织的临时政府。民国元年（1912）
元旦因肺病复发，正月初八日病逝于镇平县淡定村，终年 48 岁。 

人物小传 
  生于台湾省苗粟县，可以说是出生在一个爱国世家，其先祖是为躲避战乱而从中原南迁

的“客家人”，因不愿在入侵者面前苟且偷安而举族南迁。在长期颠沛流离的徙居生活中，他

们不得不与险恶的自然环境作斗争，养成了刻苦耐劳的习惯和勇于开拓进取的精神，并且后

代子孙牢记一条遗训：即先祖是因外族侵扰而辗转南迁，所有后代子孙，不论落籍何处，都

应勤耕苦读，自立图强。到丘逢甲的曾 
  祖父丘仕俊时，因耕地狭小，无以为生，所以偕同一批客家人又漂洋过海，向台湾迁徙，

这大概是清乾隆中叶时期。到丘逢甲这一代，丘家在台湾定居已有四代、近百年的历史了。 
  丘逢甲的父亲丘龙章，台湾贡生，毕生从教，为乡村塾师。他不仅是一位热心桑梓教育、

培养后进的塾师，而且是一位关心国事、具有爱国心的封建知识分子。1874 年日本出兵侵

犯台湾南部牡丹社地区，以及 1884 年法军占据台湾鸡笼（今基隆）等事件，使丘龙章倍感

忧虑和警惕，对台湾的将来担忧。1864 年，丘逢甲就出生在这样一个具有浓厚爱国爱乡思

想、生活上则保持清朴风尚的乡村塾师的家庭里，自幼受清朴刚正家风的熏陶和艰苦生活的

磨炼，“幼负大志”，渴望报效国家民族。这一切对他日后的事业以及人生道路都产生了积极

有益的影响。丘逢甲自幼天资聪颖，读书过目不忘，在其父的亲自教授下，六七岁即能吟读、

属对。14 岁时赴台南应童子试，获全台第一，受闽抚兼学台丁日昌注意，特赠“东宁才子”
印一方，由此闻名全台。1888 年参加乡试，中试为举人。 

第二年春，赴京参加会试（光绪十五年 1889)进士，中进士，钦点工部虞衡司主事。此

时丘逢甲年仅 26 岁，但他却无意仕途，辞归故乡，专意养士讲学，任台南崇文书院主讲，

同时兼任台湾府衡文书院及嘉义罗山书院主讲。1892 年，《台湾通志》总局正式开设，丘逢

甲被聘为采访师，负责采访、补辑乡土故实，因此有较多机会深入民间，了解社会民情。这

时期，整个中华民族正处在深刻的民族危机和社会矛盾之中，西方列强的殖民侵略使中华民

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威胁，这样的社会现实不能不使丘逢甲感到郁闷和隐忧，他慨叹道：“风
月有天难补恨，江山无地可埋愁。”“孤岛十年民力尽，边疆千里将材难。”他预感到一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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